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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国》

内容概要

90年代，杜维明先生的更多精力在于开展“文化中国”的论域。《文化中国》着墨最多的是儒家的人
文精神，以纠正将儒家入世的价值取向和凡俗人文主义混为一谈的印象，突显儒家一脉相承的批判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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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杜维明，当代新儒家代表，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发言人。先后求学于东海大学、哈佛大学，师承牟宗
三、徐复观、帕森斯等中外著名学者。
1940年出生于昆明，现任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2015年9月当
选为国际哲学学院（IIP）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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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重温经典，体会人文情怀
2、里面集合了杜维明教授的许多讲演稿。抛开复杂的儒家话语不说，单从它的创始人的身份着手，
可以看到儒家的起家人不过都是些小贵族或小知识分子，使得他们声名鹊起的社会结构在于横亘于他
们与统治者之间的大量农奴或农民的存在，严酷的暴力让“仁政”变得感动，儒家就是接引暴力与妥
协的话语体系。不否认它所包含的经验主义智慧与对非人世界的洞察力，但在社会结构剧烈变动的当
下，它的活力是完全值得怀疑的。文中杜教授多次感慨台湾学术期刊的凋零，这反映出作为他们话语
平台的陷落所带来的失落情绪，可放眼望去，民间已然有更多的药丸来针对他们自身的生活，儒家已
经不是唯一的配方了。面对此种状况，吃这口饭的儒家意识形态从业者，难免有些不开心。
3、从全球化的视域梳理儒学传统，展望文化中国与儒学第三期发展
4、主要介绍的是儒家文化如何扬弃继承，以及如何与世界接轨！不得不说对于我这工科生来说有点
儿深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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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本演讲集中的文字大多出于90年代杜先生在世界各地（包括岳麓书院）发表的关于现代化发展的
应对之策、儒家伦理在全球化时代的创造性参与以及儒学与当代科学、宗教、政治、经济如何形成健
康互动等议题的讲演。杜先生的总体思路是：1、儒家可以作为一种普世伦理在全球化时代与多元文
明形成良性互动。其根据在于：儒家的仁爱观和主体观都具有普世性，其普世性首先在于可以被多种
宗教认可并接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样是基督教伦理观与伊斯兰伦理观的重要原则；其次在于
，儒家具有出世的超拔性，同时又是积极入世的伦常实践，因此对于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并不避
讳，对农工商贾并不忽视，儒家知识分子抱有极大的热忱，试图以伦理道德转化政治，“转世”而非
“为世所转”；其三， 与科技理性形成的实证逻辑不同，儒家折射出一种人文的实践智慧，儒家的实
证方式是“体知”，即身体力行的为己之学，将自我视作关系网络的中心纽带，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立
身行道的标杆，通过自我修身辐射家、国、天下， 这是《大学》八目的次第推阔，也是超越于人类中
心主义的“万物一体”观的内在逻辑。身、家、国、天下构成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心
与天道的层叠式意义互摄，这种伦理指涉即“儒家式”的伦理取径，可以为其他信仰体系所接纳，形
成诸如回儒、“儒家式”基督徒等主体身份认同。2、“文化中国”可以成为推行儒家普世伦理的实
践主体。杜先生为“文化中国”群体作出了三重定义，首先是受儒家文化辐射的东亚文化圈，包括中
国、台湾、香港、韩国、新加坡；第二重是侨居海外的华裔人士，保留有身为华人的身份认同，对儒
家文化怀有好感；第三类是研究儒家的海外汉学家与对中国文化抱有学习热忱的外国人士。从这样的
定义可以看到，“文化中国”的辐射范围涵盖了全世界。“文化中国”既点明了地缘性，更重要的是
确证了参与构建儒家普世价值的主体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文化中国”的知识群体就是在当代担负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责任的儒者。“文化中国”概念的提出旨在消除当今世界的“病痛”，
现代性的困惑与多元文化的冲突，自由民主不断受到冲击，工具理性矫枉过正。一种非科学技术思维
的精神性人文主义呼之欲出，杜先生相信，由公共知识分子充分发挥“士的自觉”，以一种有别于启
蒙时期欧洲中心主义的“启蒙心态”、发挥儒家五伦的普适性价值，将生命意义安顿于身心家国，是
解决身份焦虑与主体性缺失的必由之途。3、对于当前儒学以及中国哲学的发展，杜先生认为，自由
、民主的政治环境和多元价值并立的局面正是儒学返本开新的大好契机，中国哲学作为一种在日用伦
常智慧中掘井及泉、不断开源、“日新其德”的理论思维，在当代有充分价值并且完全有必要从中发
掘适应于全球化趋势及人文学科交叉发展的新气象。在黑格尔、列文森等人否定中国式思维的科学性
之后，经过近百年学人的探索与努力，才将“国学”重新拿上台面，这破而后立的过程中存在种种缺
陷，江湖骗子有之，文化断裂有之，言浮于事有之，可以说，中国哲学的阐释学尚未完全建立，中国
哲学的合法性尚有待证成。这有赖于人文学科的从业者筚路蓝缕，也亟须具有“士之自觉”的公众知
识分子在社会、政治等向度为儒学塑造良好的民众基础和参政议政、批评政府的职权。从学术角度而
言，在当前语境下重新诠释的儒家思想可以成为“文化中国”的源头活水，在与西方哲学思想、众多
学科交叉碰撞的过程中更能开掘儒学的普世意义。“阐释——碰撞——推进”是杜先生为中国哲学发
展指出的一条路径。从伯林的观点来说，当前呼唤那种兼具刺猬般对一个问题鞭辟入里、洞察入微之
能力和狐狸般博学多闻、融贯宏富之气质的学者，而他/她又要具有“士不可不弘毅”、“汝为君子儒
，无为小人儒”的担当气魄。
2、提到中国文化，我们会想到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会想到诗经楚辞，会想到魏晋风流，会想到唐
诗宋词元曲清小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国文化璀璨辉煌。无论诸子百家，还是唐诗宋词都是中国
文化的一部分。但是杜维明教授不提中国文化，而提出“文化中国”的概念。所谓的文化中国是什么
含义呢？两者之间具有怎样的区别呢？在《文化中国》一书中的《大陆知识分子的儒学研究》一文中
，杜教授提出文化中国的概念其实跟西方的中国威胁论还有一定的关系，在中国威胁论在西方国家大
行其道之时，杜教授关心的却是这一现象背后透露出的文化讯息，它是否象征了华人的强大？因此杜
教授把“文化中国”作了深一层的定义，所谓的文化中国不仅仅是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中国人组成
，还包括散布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以及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的外籍人士。之所以这么认为，那是因
为杜教授觉得，文化不是与生俱来的，它在某一个层次上可以透过反省、自觉争取而来。一个人花了
很多时间去研究某种文化，即使他不属于这个族群，他也可以取得这个文化的发言权。据此而言，中
国文化，重点在于文化之上，呈现的是中国文化的璀璨、多元、博大精深。而文化中国这个概念基于
的是对于中国文化具有发言权的人，但这样理解的话，是在说文化中国的重点是研究中国文化的人吗

Page 6



《文化中国》

？从《文化中国》一书的前言中，杜教授就阐明了他三十多年的思路：植根儒家传统，在现代西化的
大潮中，关注“文化中国”，面对人类困境，通过文明对话，为儒学第三期发展走出一条较为宽阔的
道路——汲取自家的泉源及其他文明的精华，丰富具有全球意义的儒家价值。从上述而言，杜教授所
谓的文化中国是基于儒家传统，研究儒家文化的人彼此之间的对话，丰富儒家文化的内涵。《文化中
国》一书中杜维明教授着墨最多的是儒家的人文精神，从何以立身这个着落点梳理儒家文化的人文思
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两个原则成为杜教授反复强调的
重点，让我们从中体会儒家思想中立身处世。除此以外，杜教授也在他的谈话中不断地提到儒家的抗
议精神，这都有别于我们对于儒家文化那种刻板的权威性。在杜教授的阐述中，我们似乎看到了更为
广阔的儒家思想，不再是印象中那种“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以君为绝对原则的封建思想。几千
年来，儒家思想跟中国的政权息息相关，在这种背景之下，对于儒家思想的曲解也是比比皆是，所以
五四爱国运动时期，中国的有识之士们开始要求废除封建主义，解放思想。在杜教授的眼中这一种反
抗，而这种反抗是基于熟知传统的基础上的，所谓的打破其实是在理性的基础上的。毕竟儒家思想在
中国的土壤中已经存活了几千年，几千年的时间，不可能都是精华，也是有糟粕的，彻底的打破不是
说不好，不对，但是不可否认，一种思想有糟粕必然有精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是一种客观的正
确的态度。而如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其实正是现在面临的挑战。杜教授的观点在于关注“文化中国”
，通过文明对话。因为只有通过不断地对话，才能打破自身的局限，拥有更为广阔的视角。《文化中
国》一书之中，杜维明教授对于儒家的人文精神作了很多的阐述，然而这种阐述多是与西方的启蒙思
想以及宗教研究下进行的阐述，更着重与全球化和本土化冲击下的儒家人文精神，这样的阐述视角广
阔，更让人感觉到儒家思想的肥沃土壤，然而对于儒家人文精神的阐述又稍显单薄，毕竟五千年的成
长，有识之士的不断注解，让其本身就有多角度，如今重新论述，需要更为深入的研究。在这一点中
杜教授借徐复观先生的话也提到了，儒家经典需要重读、更需要精读。对于儒家经典，现在年轻人其
实都挺陌生的，在历史的进程中，它的封建主义特性太过深入人心，反而忽略了它的人文性。而如今
是时候重温经典，寻找我们的先哲留给我们的人文精神。《文化中国》从某种角度是一本很好的导读
，让我们探寻儒家的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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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文化中国》的笔记-第207页

        一个社会的精神价值的培养不能从上到下，不能用完全政治化的方式来提倡。如果社会资本的累
积不够，文化能力不强，伦理的素质在降低，精神的价值不能开拓，即使有雄厚的经济资本，有高超
的科技能力和智商来作物质条件，这在现代文明发展过程中则是一个变型，是非常危险的。

2、《文化中国》的笔记-第150页

        人是一种感性的动物，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化所启示的。这个传统远在孔子以前就波澜壮阔。
不但人和人之间可以互通，人还能与自然互通，和天互通，因为人是感性特别敏锐、特别强烈的万物
之灵。人也是一种社会动物。在儒家传说中，人的社会性即在礼乐教化中凸显。每一个人都是在人际
关系网络中完成自我的。人是一条发展的河流，而不是一个孤立的岛屿。人也是政治动物，儒家的政
治理念在《尚书》中已可窥几分真消息。我们可以通过个人的道德素养，通过人与人的交互勉励和互
相提携来转化政治。人同时是历史动物。我们有共同的记忆、传承。我们的生物性，我们存在的历史
条件，都是通过长期积累形成的。《春秋》所代表的就是历史的人文精神。另外，人也是形而上的动
物，有一种向最高理想迈进的要求。《易经》所代表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便说明人是形而上的动物。
虽然“天人合一”一词出现得很晚，也许要到《宋史》才首见，但天人关系（或相应或互补）的论述
则早在先秦便屡见不鲜。
所以，人不是可以用简单方法来规约的一种存在。人既有感性、社会性，又同时具有政治性、历史性
和哲学性。荀子所提出来的礼乐教化，就是一个人充分完成自我所必须经过的复杂过程。荀子和孟子
在性善方面有争议，但是荀子和孟子都坚信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自己的奋斗，通过自己的修
身来培养、发展以完成自己的人格。这个信念是共同的。

3、《文化中国》的笔记-第67页

        五四以来，“文化中国”的主要意识形态是功利和现实性很强的科学主义，而不是科学。科学主
义创造了很多价值，如科学技术、经济利益，但同时摧残了几千年精神文明，其惨状令人目不忍睹。
五四以来，中国的知识精英面对西方特别是西欧和美国，总觉得自惭形秽，而面对印度，面对少数民
族，却极为傲慢。究其原因，在于选择标准是功利的、现实的、科学主义的。从而在接受西方文明时
显得非常肤浅，西方文明中真正有精神价值的重要资源没有接受，只是拿来最容易消化、最见效而最
不深刻的东西。

4、《文化中国》的笔记-第123页

        假如是真理、是价值，就不怕被批判，不怕在公众领域中进行辩难，进行讨论。假如我们是防御
的心理，我们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
儒家的人文关怀所接触的四个侧面（个人、社会、自然和天道）所体现的是人与族群的关系、人类和
自然的关系、人性和天道的关系。以和为贵，就是希望人和社会在各种冲突抗争的复杂环境之中能够
达到和谐，能使人性和天道达到天人合一的价值。所以，我自己一直感觉到从文化中国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要通过文明对话来丰富儒家的精神资源。

5、《文化中国》的笔记-第45页

        一个大学的理念，必须具备四个面向：为社会服务、进行文化传承、进行政治批判、进行自我的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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